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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頭刀 Cory 帥的na hiPpurus L. 為外洋性中表層回游魚類 , 廣泛分布於全世界各大洋之熱帶
及亞熱帶暖水壤 , 根攘記載最北達北韓 45 度 , 南至南總35 度的非洲南端

(1) .鬼頭刀在大平洋印度洋之

卦布如 Fig.l 所示。在北太平津其分布自日本九州以南、琉球、台灣東部、菲律賓至西加羅林軍島附

近海域 , 由東加羅林軍島沿赤道經夏威夷東南海圾 , 至美國中部西海岸一帶。在南太平洋分布自所羅

們璽島、澳洲東方斐濟靈島、紐克里多尼亞軍島海域 , 西伊里安西南至澳洲西海域一帶。在印度洋分

布於錫蘭與馬達加斯加島之間的廣大海域仙。
鬼頭刀在日本、夏戲夷及太平洋諸島均為經濟食用魚類之一。在本省除供應國內市場需要之外

,

更加工製成冷混魚斤 , 外鎖歐美 , 賺取外權 (3) , 為本省重要經濟魚類之一﹒
有關鬼頭之研究除 Gibbs and Collette(

旬 , Shuck(s.6), Murchison and Magnuson(1),

Rothschild(S), Collette, Gibbs and Clipper(9), Kojima ( 油田 l1>, Takahashi and Mori (1 的

等報告之外 , 可謂不多 , 而台灣在此一方面的研究更是有限 (21) .
本報告之主要內容在分析台體近海及沿岸鬼頭刀憊業之漁獲統計資料

, 並利用標本船蒐集漁獲狀

況 , 以瞭解近海及沿岸鬼頭刀之分布、季節變化、漁獲水溫等情形 , 同時藉仔稚魚之調查 , 探討其產

卵期及產卵場。

結

材料與方法

為明暸台灣近海及沿岸鬼頭刀漁業的質況與動態
, 除 7 分析台灣省漁業局所綿印的急闊地區漁業

年報 (1968-1977) 所載有關鬼頭刀的漁獲詭計資料之外
, 並於 1976-1979 年間委託原本漁船蒐集全

省各地鬼頭刀之漁獲資料 , 包括漁場、漁期、漁獲量、漁獲水溫、漁誼是水深等資料 , 加以整理分析 ,

以掌控近海鬼頭刀的分布狀況、季節變化、年變化。另根據台灣省水產試驗所試驗船海功、海慶等在

近海調查時所採集之浮游生物 , 分析見頭刀仔稚魚的出現狀況 , 以揉討鬼頭刀在本省近海之產卵情形

。鬼頭刀仔稚魚的鑑定主要係根據中村
(26) 及水戶敏〈叫所述之形態特徵 , 另以 Alizarin 染色觀察其

脊椎骨數。

果

1. 全省鬼頭刀總漁獲量的分析

1-1. 歷年輯、漁獲量.的變動 : Appendix Table 1 為 1968-1977 年各年全省近海及沿岸見頭刃

總漁獲量 , 由衷中可知全省鹿年鬼頭刀總漁獲量以 1971 年的 1299 噸為最低 , 以 1973 年及 1977 年的 6734

噸與 6493 頓為最高。一般年產量均在 3000-4000� 額之間。以過去 15 年來總漁獲量的變動情形
( 如 Fig.

2) 來君 , 本省鬼頭刀年產量有以 4 或 5 年為適期出現一次鹽、漁的現象。

1 一 2. 歷年主耍各縣的鬼頭刀漁獲量 : 由 Fig.3 可知歷年全省鬼頭刀總漁獲量中各縣市別產量的

分布狀況 , 主要各縣所佔的比率大致不贅。所佔百分比的年平均值 , 以屏東縣的 56.10 克為最大 (47.

01%-68.78%) , 其次為台東縣的 17.60 克 (7.68%-28.40%)
, 宜蘭縣的 11.95% (4.5 克 -30.

27%) 。高雄縣及花蓮縣所估百分比 , 分別在 3.56%-15.5 克及 1.58%-5.21% 之間。屏東、宜蘭、

台東三縣的鬼頭刀總漁獲最平均估全省總漁獲量的 85.65% 。就產量而言 , 屏東縣以 1971 年的 785n 價

為最低 , 而以 1977 年的4057 噸為最高
, 年漁獲量變動很大。台東 !腎、由 1968 年的 286 頤增加到 1977 年的

1229 噸。宜蘭縣產量最低為83 頓在 1971 年
, 最高為2043 噸在 1973 年

, 該年漁獲量超過台東縣而僅次於

屏東縣。高雄市歷年漁獲量以1939 年的 575 頤為最高
, 以後數年有年年減產的現象 , 1971 年僅有47 噸

, 至 1977 年產量才依復到 425 噸的水準。其他各縣市如台北、台中、新竹、台商僅在 1973 及1974 年有

少量漁獲出現 , 這幾個縣的主要作業區限於台灣西北部海域 , 其產量顯然與鬼頭刀的分布有關﹒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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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海與沿岸鬼頭刀楓葉的比較
2-1. 總漁獲量比較 : Appendix Table.1 及 Fig.2 顯示歷年來近海及沿岸鬼頭刀漁獲量及其

所佔比率。近海兢業的產量平均佔 96.93% (9 是 .81%-98.50%)
, 遠比沿岸漁業的 3.07% (1.5%

-5.19%) 超出甚多。歷年鬼頭刀漁獲量均以近海大於沿岸 , 可知本省鬼頭刃漁業是以近海為主 , 近
海及沿岸漁業除作業魚場有遼近之別外

, 在漁具及漁法上也有很大不同。
2 一 2. 近海鬼頭刀漁業 : 本省近海、漁業種類繁多 , 而鬼頭刀觀獲主要是由備延繩針、鋼及什魚廷

繩鈞、曳繩釣漁業所構成 , 三者總和平均 {白 90% 以上廿日Table.3 及 Fig.4) 0 1968 年延繩釣漁直是

僅佔 20.93% ' 逐年增加至la972 年的 88.21% ' 以後各年所佔比軍事多保持在 70J-C; 以上的水擊。而什魚

延繩釣則從 1968 年的 57.76% 減少到1972 年的 9. 拉克 , 以後維持在 15-20% 左右。曳繩釣所 {古比率也

有逐年降低的趨動。顯示近海鬼頭刀漁業是由臨延繩釣逐漸取代了什魚延繩鈴的地位。其他漁業如巾

著網、小型拖網、東 j禍、追逐鋼、一支釣、鏢跌魚等漁獲鬼頭刀的比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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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Yearly fluctuation of total catch of dolphins caught

in coastal and inshore waters of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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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沿岸鬼頭刀漁業 : 由 Fig.5 可知1968-1971 年沿岸漁業中鬼頭刀梅、獲僅限於定置紹興鉤

兵 , 主要是由釣具所捕獲 , 仿紹、漁獲量 52.383 百 -82.98% .定置網佔 17.02%-34.92% 0 1971 年以後

鬼頭刀則主要由捕延繩釣捕獲 , 其所佔比率在 29.605�-66% (1973) 之間
, 其次為定置網觀獲維持

在 12.16%-24.14 寫的範圈
, 刺網漁獲鬼頭刀的比率有增加的現象 , 1972 年僅佔總漁獲量 1.15% .到

1977 年已增加到 22. 拉克。 1975 年以後增加搖鐘網漁獲量3.38%-10.05 克
, 她曳網也有少量組獲 e

其他漁業的漁獲佔 12%-35.63% 。由沿岸各種漁業鬼頭刀觀獲百分比組成
, 說明了鬼頭刀瓶業的結

構在 1971 年前後有顯著的改變 ,1971 年以前 , 以釣具為主 , 1971 年以後為描延繩釣所取代且各種漁業

間所佔百分比差距不大 , 為其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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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鬼頭刀漁業的月別漁獲量
Appendix Table 5 為本省過去10 年間鬼頭刀之月別總漁獲量 , 其月別百分比變動情形如 Fig.

6 所示。由 Fig .6. 可見本省全年均有鬼頭刀生產 , 主要梅、期在 4-6 月
, 有時延到 8 月 , 每年均

以 5 月之海獲量為最高拳 , 其產量佔全年總漁獲量三分之一以上 , 有高達 51�42% 者 (1973 年) 。在

9-10 月間似另有一不十分明顯的高學出現 , 產量甚傲。唯一倒外的是在1971 年 2 月出現另一個次高

器 , 該年之總漁獲量為歷年最低的一年 , 可能因海況因素的變化 , 鬼頭刀祖游台灣近海的時間略為提
亭 , 致影響總觀獲量的減少。

根攘鬼頭刀資海之初步調查
(27) , 台東縣處頭刃漁獲量的月別變化與全省總漁獲量之變動情形相

間 , 其主要漁I期也在 4-6 月間﹒漁期的長起通常因漁場而異
, 一股而言 , 台灣東部一年四季都可漁

接鬼頭刀 , 台灣西南部漁期在春夏季 , 冬季較少出現 , 澎湖附近海鐵則全年均無漁獲。 Fig.7 為本

省鬼頭刀之季節分布情形 , 可知在春夏季鬼頭刀分布範團較廣 , 以近海漁業為主 , 冬季則限於台灣南
端及東部水棋 , 以沿岸漁業為主。漁場的變動顯然與水溫的變化不無關係。
4. 鬼頭刀的漁獲水溫

根攘1976-1977 年45 艘標本船漁獲鬼頭刀 925 次之表層水溫記錄
, 本省近海鬼頭刀之漁獲衰層水

溫範圍在19-32'C 之間 ( 如 Fig.8 所示〉﹒觀獲水溫之出現頻度隨季節而異
, 且年間略有變動 ,

1976 年 1-3 月漁獲水溫範圍為19-25'C , 以21- 鈍。C 出現較多 , 4-6 月漁獲水溫在21-28'C,

以24"C 為主 ,7-9 月在 23-29'C 之間 , 分別以24'C 及28'C 出現頻度較高
, 10-12 月漁獲水溫由

21"C 歪扭。 C, 以 24 'C-26'C 漁獲較多。 1977 年 1-3 月鬼頭刀以鈍。 C (22-28'C) 出現次數較高
, 4-6 月則多出現於26-28 � C 之間 ,7-9 月觀獲水溫較廈 , 其範間為20-30'C

,
以26-29

� C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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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現水溫
, 10-12 月以24-26�C 漁獲的次數較多﹒若以每年最高漁獲量都在 5 月來判斷

, 台灣近
梅克頭刀主要漁期最佳漁獲之衰層水溫應為26-28

�C 之間。

5. 鬼頭刀體長組成
鬼頭刀體長組成因漁場及漁期而異。在日本沿海於初漁期 (6-7 月 ) 漁獲體長主要為 80-120

cm ' 8 - 9 月為小型魚 , 10 月以後有大小體長混合的現象
(10) 。夏威夷在主漁期 5-8 月間之漁獲體

長組成
, 有的 em 及 64-76cm 兩個高盔

, 2 - 5 月為體型較小翠 '11-2 月則以大型魚較多
(2) 。台

嚮近海產之處頭刀在盛漁期 4-6 月
, 體長範圍在 50-140cm 之間

, 以80-HOcm 為主
, 7- 平月仍

以體長 70cm 以上之大型魚較多
, 11-12 月則小型魚為主要 , 體長以 40-55cm 之比率較高

, 12 月有犬

小體長混合的現象
, 大型魚宰度較低小型f 武裝度較高 , 如 Fig.9 所示。文根攘資料他

7)
顯示 , 1..,... 3

月間鬼頭刀體長以 60cm 以下之小型魚較多
,
可見台灣近海自 11 月起至 3 月間

, 有大量小型的鬼頭刀
加入而成為漁接對象

,
但加入量不多

, 僅佔全年經漁獲量 5 0/ 左右。

40
JA 蛤MAR

nMmwnH

荒
山V

冉

,-z
﹒

.可

APR-JUN

ooo

td

冉

4.,。
、、e

�
u
s; 30

g 20

"'-

J υL-SEP

10

30
OCT-O εc

20

10

is 2 。 22 24 26 28 30 32

Temperature
e

C

Fig. 8. Seasonal change of surface water temperature

when dolphins were hooked by tuna long line
in Taiwan waters.

6. 鬼頭刀仔稚魚的出現狀況

鬼頭刀仔 fIt 魚的出現季節 , 在日本九州以南海城為 1-11 月
, 在中南部及山陰海城為 6-9 月

,

日本沖合水域為 8-9 月
(25) , 日向灘海域、土佐灣、薩南海域鬼頭刀仔魚出現在 5 、 6 、 9 月 (21) ,

佐

渡海峽則出現於 10 月
(22 川房州、相州邊出現在 7-9 月〈淵。在日本近海鬼頭刀仔稚魚的出現

,
越向

南方海域其時間越延長。一般而言 , 其分布中心主要是以黑潮流擴為主 (24,)
0

台灣近海各種仔稚魚的研究很少 , 而發現鬼頭刀仔魚的記錄更為有限 , 僅在 1977 年12 月及 1978 年

1 月 , 在台東成功外海分別捕獲了 8 尾及 38 尾稚魚
(27) 。本調查曾於 1978 年 6 月在和平島附近海壤捕

獲稚魚3 尾 , 體長50mm 左右
, 同年8 月間調查澎湖近海組鎖管漁場時

, 以推魚網踩到 10 尾 , 體長 4.01

-1l.90mm' 漁獲水溫27 .0-28.1 �C , 鹽度 33.21-33.68%0 °台灣近海發現鬼頭刀仔稚魚的地點如
Fig .10 所示 , 包括台商東部、北部及台商海峽澎湖近海 , 就個體數而言 , 以東部黑潮流域出現較多

,
出現情形如Table 1.



Aug. 20, 1978 23 �

42' N, 119°25'E 27.9 33.3(:) 1 11.90

Aug. 20, 1978 23°45' N, 119°05'E 27.8 3.33吻。 1 10.02

Aug. 20, 1978 23°45' N, 118°45'E 28.1 33.21 1 5.04

Aug. 21, 1978 22°45' N, 117°45'E 28.0 33.40 1 5.03

Aug. 21, 1978 22°25' N, 118°04'E 27.8 33.68 1 5.60

Aug. 22, 1978 23°25' N, 119°05'E 27.0 33.46 5 4.01-7.95

June. 14, 1978 Keel ung 一 一 3 50.44

24.7 34.3
"'Dec. -1977 Chengkong 8 一

25.2 35.3

23.4 34.7
N2�J�a�n�. 1978 Cheng Kong 38 一

24.6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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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Records on occurrence of dolphin larvae hi waters around Taiwan

Date Position 戶cp.1 Sal.
% 。

eaVVEba---APT--0.ON Size (mm)

* Data from Yeh etal(21)

討
� 、

長掏

根據記載全世界鬼頭刀僅有兩種 , 一為 CorYPhaena hiPpurus L., 一篇C. e:;uiselis L. 均

分布於各大洋熱帶及亞熱帶溫暖水域 , 然兩種不論在形態、體色、脊椎骨敏、緒條數等形質上均有明

顯的差異 , 極易於鑑別 (7.8. 的。其中 C. equiselis 在中太平洋圳、菲律賓海城、日本西南海域
(10 川均

有發現。台灣近海雖未曾有捕獲的記餘 , 但 1965 年日本俊鷹丸調查合問東部海域時
, 會分別快 24

� 36

咽 , 122 。缸 'E 及U059'N, 122
�

07'E 以稚魚網保集到C. equiselis 仔魚的報告
(2 、

)

。漁獲種類調查發

現本省直鬼頭刀確僅有一種與陳 (23) 之記錯相同﹒因此本報告採用歷年見頭刀之法l獲統計年報資料均

屬於C. hippurus 無誤。

一般而言 , 鬼頭刀漁獲量係受其資源大小 , 告說獲可能度、海況等因素變化的影豆豆。 Kojima
(10)
認

為日本西海域晃頭刀的海、獲量, 以 3 或 7 年為週期出說一次豐瀚的現象
, 與對馬海流的週期性有關﹒

而台酒近海鬼頭刀總漁獲量則以 4 或 5 年為週期形成一次壁漁﹒顯然是受到黑潮流通期性的影響
, 個

中
(29)
會發現太平洋岸黑瀨水系的變動以 4-5 年為週期

, 可見鬼頭漁澀的變動與黑潮週期有關。
鬼頭刀漁場的形成與水溫有密切的關係 , 從 Fig.7 本省近海鬼頭刀的季節分布來君

, 主要魚場

在台商東部及西南部海域 , 冬季則限於東部沿海一帶。就太平洋及印度洋而言 , 鬼頭之的獲水溫為 21

-30 � C, 以28-29
� C 為最多 (2)

。由局部海域觀之 , 則鬼頭刀棲息水溫略有差異。日本近海鬼頭刀於
春季水溫18-19

� C 時開始有漁獲 . 25-26 � C 為盛漁期 , 棲息水域盟度在31% 。以上。在日本丸州近海

漁期始於 5 月 , 島根 6 月 , 盛漁期在 8 月 '11 月中旬為終漁期
{
仙。台灣附近海域受黑潮影響

, 月平

均水溫終年多在 20
� C 以上 , 全年都有鬼頭刀瓶麓 , 都漁期在 4 月

, 盛漁期為 5 月 . 6 月以後產量

逐漸減少 , 漁獲水溫範圍在 19-32
� C 之間 , 主要漁獲水溫在24-28

� C 。而由漁場漁期的變動顯示
,

見頭刃係沿黑潮主流 , 對馬暖流至日本近海 , 屬於產卵泊游畫。
見頭刀的產卵期 , 在大西洋佛羅里達海峽為 11-8 月 , 以 3 月為最高裝ω

, 太平洋日本近海鬼頭
刀在春夏季產卵

(23) 。台灣近海鬼頭刀產卵期之研究尚無完整報告
, 葉等 (27) 根據鬼頭刀生聽指數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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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 , 推翻本省近海鬼頭刀產卵活躍期是在 2-4 月
, 顯然有待商榷﹒由鬼頭刀仔稚魚的大小與其出

現的月份在1 、 6 、 8 及 12 月來判斷 (Table 心 , 鬼頭刀在台灣海域終年都有產卵的現象 , 而依掉大
量鬼頭刀於 4 月來游 , 推翻其主要產卵期可能在 4 月以後

, 延至 10 月左右﹒本省見頭刀之體長組肢 ,

在主要漁期 4-6 月至 10 月間
, 多為體長70cm 以上之大型成熟

, 屬於產卵 i回游畫 , 而 11 月至 3 月漁

獲較少 , 體型也較少 , 在40-55 cm 之間。根攘Beardsley(
心 , 鬼頭刀成長快遠 , 平均成長率第一年

可達72.5 cm ' 第二年為 45cm ' 最小成熟體型為 35cm ' 至55cm 則完全成熟。依此判斷台灣海域 11

-3 月之小型鬼頭刀為當年生的幼魚﹒而且已具有產卵能力
, 造成本省近海鬼頭刃有終年產卵的現象

, 產卵場範圍甚廣。鬼頭刀在澎湖地區並無漁獲 , 但在 8 月其近海有鬼頭刀仔魚出現
, 顯然係受夏季

黑潮支流經台灣海峽北上運送的結果。

鬼頭刀是一種肉食性表中層個游魚類 , 其食性興衰層魚類出現的季節有關 , 通常是以中小型魚為
主要餌料 (16.17) , 其食物包括魚類、甲殼類、軟體類、腔腸穎、藻類 ,

以魚類最多估 90%(12) 0 台灣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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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頭刀的胃內合物分析
(27) .其食物中魚類佔T 82 % '

尤其在盛漁期胃內常可發現飛魚稚魚 -

Shuck<6> 也發現北卡羅來那正 1'\ 海域鬼頭刀的食物中有飛魚、及巴鰱等表層魚潰。台灣近海特別是東部

海城 , 當於各種表層性魚類如睛、絡、經、娟、飛魚等稚仔魚 , 也是形成鬼頭刀漁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 就目前鬼頭刀漁業情況來霜 , 本省東部鬼頭刀資源尚有關發餘地 (27) , 若能明瞭鬼頭刀之機場、漁

期、棲息環境臨件 , 配合漁法之改進 , 鬼頭刀之漁獲量將可再提高。

1. 台灣近海鬼頭刀總漁獲量 ,
以 4 或 5 年為週期出現一次豐漁 ' 與黑潮水系變動之週期有關。

2. 鬼頭刀總漁獲量中各縣所估的比率 , 年平均以屏東縣的 56.10% 為最高
, 其次為台東縣的 17.6%

, 宜蘭縣的 11.95 克 , 三縣總和佔85% 以上。

3. 本省鬼頭刀漁業自近海與沿岸漁業所組說 , 前者年平均漁獲量佔全省總漁獲的 96.93 克
, 超出沿

岸漁業的 3.07% 甚多。

4.. 近海鬼頭刀漁業主要由賄延繩釣及什魚延繩釣所構成 , 沿岸漁業原以釣具為主 , 1972 年以後為延

繩釣昕取代。

5. 鬼頭刀在台灣近海全年都可梅、獲 , 主要說期在 4-7 月
, 以 5 月為最盛漁期

, 該月產量平均估年

總觀獲量43.5% 。

6. 台灣近海鬼頭刀漁獲表層水溫在19-32
� C 之間 , 主要組獲水溫範園為 24-28

� C , 主要漁場在東

部及西南部海域 , 春夏季漁場較廣 , 冬季則烏限於東部沿海一帶。
7. 台灣近海觀獲之鬼頭刀 4-10 月以大型魚較多 .11-3 月以小型魚為主

, 前者屬於產卵泊游靈 ,

後者係當年生之幼魚為定棲章
, 分別代表兩個不同的族孽。

8. 根攘仔稚魚出現在 1.6.8 及 12 月
, 判斷鬼頭刀在台嚮海填終年都有產卵現象 , 主要產卵期可能在

要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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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月。

9. 澎湖地區無見頭刃觀獲 , 而某附近梅域發現的見頭刃仔魚顯然係受黑潮支流經台灣海峽北上運送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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